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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成印建议，平台应加强对内容的审核，
可以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视频内
容进行智能识别和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虚假
剧本和虚假人设。对涉及敏感话题或可能引
发争议的内容，进行人工复审，确保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

“还可以鼓励用户积极举报虚假剧本和虚
假人设，为举报者提供便捷的举报渠道和反馈
机制。对举报信息进行及时核查和处理，对举
报属实的情况给予举报者一定的奖励或激
励。对确认存在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的主播，
平台应采取下架视频、限制获利、封禁账号等
处罚措施。对情节严重者，平台应配合相关部
门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任成印说。

在郑宁看来，要解决网络主播随意贴标签
的问题，还要通过加大法治宣传力度，让各方
进一步了解虚假标签行为及可能带来的法律
后果。对于主播来说，他们需要认识到，虚假
标签不仅违法，还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商业利
益。对于平台来说，他们需要意识到，对主播
的标签行为进行监管，不仅是履行法律责任，
也是维护平台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还可以通
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
对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的识别能力，避免其被
虚假信息所误导。

如何才能有效治理
主播乱贴标签的行为？

近日，一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网络主
播，被质疑其北大的学历造假。事件发酵后，
主播称其账号的学历信息是账号注册之初随
意填写的，自己从未伪造北大毕业证书，也未
使用北大标签进行营销。

近来，一些主播为了制造话题、增加流
量，给自己贴上了各种虚假标签，这些虚假标
签五花八门，有的标榜学历，有的强调身份，
还有的突出经历。专家认为，主播通过贴虚
假标签增加公众信服度、扩大用户规模、提高
用户黏性，以此获利的行为不仅构成虚假宣
传，还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扰乱了正常
市场秩序。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特别是对主
播背后 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的监管，平
台也应加强对相关内容的审核和监管。

一位 MCN 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他们有不同的打造人设的剧本，一
些主播身上的标签实际上都是剧本演
绎。

记者加入一个名为“爆款直播培训
营”的社交群，培训营的课程展示了如
何通过打造虚假人设的方式获利，并建
议培训营中的学员购买系统课程。

在“打造获利账号”的课程中，“老
师”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虚假标签达到
实现营销目的的操作方法：在注册账号
后，上传几个自己悲惨经历的短视频吸
引流量；有一定粉丝后立马开直播，并
购买水军进行推广，让人气在最短的时
间里迅速上升；直播间进入“真网友”
后，此时主播不要一味卖惨，而是要讲
述自己的逆袭故事，以此获得更多推送
机会；最后，通过卖课或带货让自己获
取收益。

记者注意到，除了主动贴虚假标
签，还有一种情况是，主播自己没有主
动营销自己的高学历、假经历，但是也
不否认网上流传较广的与自身有关的
错误信息，并因此获利。

网络主播乱贴标签、虚假人设的事件不仅
暴露了主播虚假宣传的问题，也引发了公众对
平台监管责任的探讨。

任成印认为，应当明确个人资料和个人认
证的区别。个人资料是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填写的关于自己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
名、性别、年龄、职业、兴趣爱好、联系方式等。
这些信息主要用于展示用户的个人身份和特
征，帮助其他用户更好地了解用户。个人认证
则是指社交平台对用户身份或资格的验证过
程。通过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或经过第三方审
核，用户可以获得平台颁发的认证标识。这种
认证通常用于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防止虚
假身份或欺诈行为。

在社交平台上，认证用户通常享有更多的
特权和信任度，例如更高的曝光率、更多的功
能权限等。而对于普通个体而言，过度的资料
准确性要求可能侵犯其隐私权。如果要求每
个人必须提供绝对准确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些
信息的收集和存储就可能引发隐私泄露的风
险。并且，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非关键性
场景（如日常购物、社交等）对普通个体的个人
资料进行严格的准确性验证可能并不划算。
这些场景通常不需要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否
则验证成本可能超过其带来的价值。对普通
个体的个人资料，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
往往侧重于保护而非严格的准确性要求。

公众人物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言
行举止和背景信息往往受到公众的广泛关
注。准确的个人资料信息能够增强公众对他
们的信任感，从而维护其公信力。作为公众人
物，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提供准确的个
人资料信息，包括学历背景，是履行这一责任
的重要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言
行和背景信息往往具有示范效应。如果他们
的学历信息不准确，可能会误导公众，特别是
容易受到影响的未成年人群体。他们在填写
个人资料时，应当主动提供相关证明，由平台
进行认证。已认证的平台要加上认证标识，没
有认证的也应有提醒说明。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文化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认为，如
果标签内容真实，那么它只是
一种个人表达方式，无可厚

非。但如果标签内容虚假，就可能
误导公众，尤其是对信息辨别能力
较弱的未成年人。在实际操作中，
虽然主播可能没有直接伪造学历证
书等文件，但如果声称或暗示自己
是某大学毕业，误导公众，同样涉嫌
虚假宣传。

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
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李伟民告
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主播在提
供服务过程中使用虚假标签，属于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
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直播利用虚
假标签从事的相关民事行为，可能
涉嫌民事欺诈，导致无效或者撤销
等后果。如果情节非常严重，还可
能涉嫌诈骗罪。

在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任成印看来，主播背后的 MCN 机
构同样应当承担相应责任。MCN
机构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
划制作、宣传推广、粉丝管理、签约
代理等各类服务，作为一种商业服
务模式本无可厚非，但其宣传推广
行为本质上属于广告法中的商业
广告活动，应遵守广告法的规定。
如果 MCN 机构虚构剧本，为网络
主播打造虚假的人设，从而扩大其
影响力，以达到促销的目的，就触
犯了广告法，构成虚假广告行为。
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督管理，净化网
络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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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签
学历经历都是编造

有剧本
虚假人设实为剧本演绎

专家说
“贴标签”
涉嫌虚假宣传

近日，一名拥有 2000多万粉丝的网络主
播被质疑学历造假——其主页个人简介毕
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但遭到北大
校友的否认。事件发酵后，该主播将
个人简介中有关北大毕业的内容
删去，称其账号的学历信息是账号
注册之初随意填写的，自己从未伪
造北大毕业证书，也从未在直播以
及任何地方使用北大的标签进行
营销活动。

主播被曝给自己贴上虚假“高
学历”标签的事件还有很多。

短视频博主“我就是梁××”在社
交账号分享从县城中专到伦敦留学的
完美逆袭经历，获得了热度与关注。
视频中，他不仅自述了自己是“不一样
的留学生”——无需拥有学士学位甚
至高中毕业证书，就拿到了葡萄牙新
里 斯 本 大 学 商 业 经 济 学 院（Nova
SBE）的硕士项目，还能去英国伦敦交
流学习，而且还宣称可以帮助像他一样
低学历背景的人进入Nova SBE，实现海外
留学的梦想。然而被发现其在虚荣心作祟
下，编造出逆袭留学的经历博取流量，假借

“留学经验分享”与“项目申请辅导”之名获
取利益。

游戏主播“××小桀”曾在直播中称自己
为中南大学毕业。后在其电脑装机店收费过
高割韭菜事件发酵后，在道歉时承认因虚荣
心作祟，谎称自己是中南大学毕业的学生。

除了伪造学历之外，一些主播通过编造
虚假人设，包括虚构的身份背景和经历等，
以此赚取关注。

近期，一记录农村生活、粉丝人数超千万
的网红被曝出其售卖的农产品成分有问题，
其本人也并未真正居住在农村，“农村生活”
这些标签误导了公众购买她所售卖的产品。

主播“××爱吃猪蹄”在发布其吃播视频
的同时，讲述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伤痛，给自
己打上了“原生家庭伤痛”下艰难成长的标
签，在视频中一边哭一边吃生日蛋糕、一边
吃饭一边与母亲吵架等，通过这些行为塑造
自己原生家庭不幸的形象以吸引流量、带货
获利。在今年 8月底被扒出其“表演痕迹过
重”、有“剧本嫌疑”等，原生家庭的不幸为凭
空捏造，与母亲吵架等也都是为了吸引热度
故意设计。

强监管
加强内容审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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